
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高驰弘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2 要闻

气温渐寒，杭州市富阳区的公望两
岸圆缘园，“巧妈工坊”内暖意尽显。几
杯冬瓜茶、几块凤梨酥，伴着落地窗外
的富春山水，张右昇热情招待着同他一
样的创业青年。如今，张右昇的公司已
成为创客的“根据地”，“这是我们自家
做的台湾香肠，还有手工做的糕点和粽
子。”他忙前忙后，招呼客人品尝店里的
美食。

90 后张右昇出生于台湾彰化。不
过，他常常笑称自己是半个杭州伢儿。
2000 年，9 岁的他便随父母来到浙江。
20多年来，他在这里读书、创业，结识了
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杭州，早已成为
他的第二个家。

创业的想法，萌发于 2011 年。当
时，电商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凭借
一腔热血，还在浙江理工大学就读的他
有了开网店的想法，并在体育用品领域
试水，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电商无
论在便捷性，还是在传播形式上，都更
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张右昇说。

在杭台商回家次数不多，家乡的美
味，就成了他们最深的思念。趁着周末

聚会，做得一手好菜的张右昇妈妈不仅
会和台湾朋友一起包粽子，还会把粽子
免费送给其他在浙台商。一来二去，张
妈妈的粽子出名了。到第二年、第三年，
甚至有人主动来问：“还有没有卖去年那
种粽子？”

张右昇嗅到了商机。2021 年，他
把目光聚焦台湾传统糕点，并创立了自
己的品牌“台味巧妈”，工厂就设在富春
江畔。

从初创时仅 4 人的团队，到如今超
40人，“巧妈”已初具规模。创业之初的
经历，张右昇历历在目，“创业需要场
地，也找了很多地方。”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了解到富阳公望两岸圆缘园。这

里是浙江为两岸青年创新创业打造的
平台，其名字寓意着“以画为缘，期盼团
圆，共建家园”。两岸的融洽交汇，让他
对这里颇有好感，也增添了许多好奇。
于是，在实地参观后，他决定在这里
扎根。

这几年，张右昇持续探索如何让自
己的品牌在众多传统糕点品牌中脱颖
而出。渠道上，他探索时下最火热的直
播电商；包装上，他力求更有文化味，找
到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为自己的产品
量身定制包装：独特的鱼鳞纹、金黄的
流苏、淡蓝的花朵⋯⋯充满中华韵味的
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除此之外，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展

会等展示平台，也是张右昇的关注重
点。通过这些渠道，他不仅得到了越来
越多客户的认可，还结识了很多朋友。

“优秀的创业者，让我学到很多。”张右
昇说，如今每当工作闲暇，张右昇总会
叫上好友来店里坐坐，聊聊在浙江创
业、生活的点滴。

在张右昇心中，浙江是创业的乐
土，也是创富的沃土，“大陆有各项发展
政策，还有广阔的市场机遇。每个人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最近，他又多
了一个身份：杭州台商协会副会长。在
他看来，这既是荣誉，也是沉甸甸的责
任：“最初我觉得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后
来就想为在这里就学、实习、就业的台
湾青年提供帮助。”

如今，即将迈入在浙的第 24 个年
头，已过而立之年的张右昇立下新目
标：通过自己的创业项目，让更多大陆
民众品尝到来自宝岛的味道，也让更多
台湾人了解大陆。“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的努力，吸引更多台青到大陆逐梦、圆
梦，共同参与到两岸融合发展的大潮中
来。”张右昇说。

在互联网之城搭上电商快车

张右昇：一网链接“妈妈的味道”
本报记者 王逸群 通讯员 章 严 刘 斌

编者按：两岸青年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浙江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出一系列举措，积极为台湾青年提供更多机
遇和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浙追梦、筑梦、圆梦，把最美的青春扎根最

“潮”的浙江。本报今起推出《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专栏，倾听台湾青年在“浙”里的
奋斗故事、融合故事。

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

新华社杭州 11 月 19 日电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国作协第十届主席团
第四次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在浙江桐乡召开。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
议并讲话。

铁凝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

要政治任务。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奋

力开创新时代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新
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文学力量。

中国作协十届四次主席团会、十届三次全委会在桐乡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刘渊慧 记者 李灿）
为大力引进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来浙就业创业，
11月18日，2023浙江—北京高层次人
才洽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省第 23
年组团赴北京招才引智，共遴选120家
重大科研平台、高等院校和知名企事业
单位参会，推出各类岗位8000余个，涉
及信息技术、科研、金融、生物制药、能
源化工等数十个热门行业。

本次高洽会技术研发类岗位需求过
半，超过二分之一的单位推出了技术开
发、科学研究类相关岗位，从人工智能、
软件工程到药物研发、分子构建研发等，
涵盖各行各业。此外，活动对高学历人

才需求旺盛，硕士学历以上岗位6100余
个、博士学历岗位 2300 余个，其中，30
余所高校推出教育科研岗位2000余个，
尤其受到现场应聘者欢迎。参会单位提
供了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超过三分之
二的岗位年平均薪资在15万元左右，也
不乏50万元起的高薪岗位，宁波宝略科
技（浙江）有限公司的博士后岗给出了
50 万至 60 万元年薪，杭州中欣晶圆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导体专业相关岗
给出了50万至100万元年薪。

据 统 计 ，现 场 共 接 待 求 职 人 员
5800 人次，收到简历 4252 份，其中博
士 1222 人，硕士 1846，达成初步意向
927人。

我省携8000余岗位赴北京引才

本报讯（记者 徐添城 通讯员 金丹）
11 月 16 日至 18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中
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的
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
二届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
在绍兴市柯桥区举办。来自 29 个省

（区、市）和34家央企的457支参赛队伍
共 1055 名选手进入决赛，最终决出 22
个一等奖、52个二等奖、154个三等奖。

作为国家级一类大赛，第二届全国

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决赛以产
业需求为导向，共设置汽车芯片开发应
用、工业大数据算法、工业互联网安全、
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等 4 个项目。
竞赛内容覆盖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虚拟现实等多领域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展现数字新技术与传
统制造业深度融合。

大赛同期举办多场专业研讨会、产
业人才创新发展论坛、创新成果推介会
等配套活动。

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绍兴举办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单） 近日，以
“卫生健康现代化·科创先行新高地”为
主题的第五届卫生健康科技成果转化
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开幕。

大会特设中国浙江卫生健康科技
研发与转化平台建设五周年展览。转
化平台实体落户杭州临平经济技术开
发区，采用“专项基金+产业联盟+公共
服务平台”行业赋能与产业发展结合的
转化模式，孵化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等
医创项目，共引进产业化项目30余项，
估值超过25亿元。

大会还举行了卫生健康科技成果转
化高峰建设及省际转化高质量联盟签约
仪式。中国浙江卫生健康科技研发与转
化平台与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上
海）、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国家重点实验
室、中国眼谷三家创新与转化机构签署
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杭州分中心。浙江
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中心与北京、天津、
重庆、黑龙江、江苏、广东、四川、贵州等8
地的卫生健康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共同成
立省际转化高质量联盟，共同推动产学
研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推进卫生健康科技成果转化

九省市共建省际转化高质量联盟
推进卫生健康科技成果转化

九省市共建省际转化高质量联盟

本报讯 （记者 陆遥） 11 月 17
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
选人类非遗一周年浙江主场活动暨浙
江“非遗茶生活”传统工艺联创大赛成
果展在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学术
交流中心启幕。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与余杭区政府共同主办。

当天开启了浙江“非遗茶生活”传统
工艺联创大赛成果展、浙江“非遗茶生
活”传统工艺联创大赛颁奖仪式暨非遗
时尚秀，以及“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入选人类非遗一周年对话会等
活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列入人类非遗一周年浙江工作回顾
视频在启幕仪式上发布。活动同步开设

“非遗茶生活联创大赛”淘宝直播间，展
示“非遗茶生活”传统工艺联创产品，并
以逛展直播的方式，云享非遗盛宴。

此外，在杭州市西湖区、长兴县、安
吉县等6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保护地开设了一周年活动分会
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浙江保护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分别开
展“浙江气派的非遗茶生活”主题活动，
形成覆盖全省的联动庆祝活动。全民
参与，共享非遗。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人类非遗一周年

我省系列活动展示非遗茶生活

本报讯 （记者 陆斯超 通讯员
孙晗玫） 为打造新一轮产业援疆的总抓
手和主跑道、加快助推新疆阿克苏迈上高
质量发展轨道，11月17日，由浙江省援
疆指挥部会同阿克苏地区行署、兵团第一
师谋划实施的产业援疆三个“十百千”专
项行动启动。19个产业招引项目集中签
约，涉及纺织服装、交通物流、能源、文旅
等领域，签约总金额达128.5亿元。

据悉，实施产业项目招引、平台能
级提升、产业配套建设等产业援疆三个

“十百千”专项行动，旨在加快构建体现
阿克苏地区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特
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迭代升级
产业援疆金名片，持续放大特色优势、

释放品牌效应、增强产业动能。浙江援
疆将坚持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完成从
单兵作战到整体协同的机制重塑，积极
推广浙江“千万工程”、数字经济、科技
特派员制度、产业园区建设等经验，不
断提升受援地的自主发展能力，实现阿
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从“外部输血”
到“内生造血”的发展蝶变。

阿克苏地区工信局、兵团第一师商
务局分别与长三角开发区协同发展联
盟、浙江省开发区研究会签订“提升园
区能级”和“推动园区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在此前 7 家重点园区结对的基础
上，阿克苏地区与兵团第一师6家园区
与浙江有关优质园区完成结对。

浙江启动产业援疆三个“十百千”专项行动浙江启动产业援疆三个“十百千”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帆 通讯员 朱建美）
近日，浙江机场集团公布最新数据显
示，在亚运、暑运、中秋假期等带动下，
浙江航空市场加速回暖，旅客出行需求
强劲，省内各机场频频刷新历史峰值，
预计全年总客运量达 7300 万人次；前
三季度，旅客量及客运航班架次分别赶
超 2019 年同期 5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
分点，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2 个百
分点和11个百分点。

9月，借助亚运契机，省机场集团先
后开通杭州—迪拜、杭州—阿拉木图两
条迎亚运重点航线，架起直通西亚、中
亚的两座全新“空中桥梁”。10月，杭州
机场联手香港机场，上线“杭港通天下”
中转联程航线，推出 4 条亚洲航线及 6
条洲际航线在内的中转联程服务。11

月，开通杭州—新西兰奥克兰—澳大利
亚悉尼航线。这是浙江省内首条第五
航权客运航线，也是中国大陆首条第五
航权大洋洲客运航线。至此，杭州飞向
世界的航线已恢复通达全球五大洲，进
一步提升国际航线网络通达性。

年底前，浙江还有望不断新增、恢
复和加密杭州机场的亚洲客运通航点，
计划恢复和开通冲绳、万象、岘港，以及
高雄和台北松山等国际及地区航线；加
密国际热门城市航班量，包括曼谷、大
阪、芽庄、普吉、吉隆坡、东京、清迈
等地。

航空货运也在持续发力。前三季
度全省机场货运量同比增长 10.51%，
其中国际、地区货运量 18.73 万吨，同
比增长43.89%。

浙江机场今年客流量有望超7300万人次浙江机场今年客流量有望超7300万人次

11 月 18 日至 19 日，由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于魁智（前右，饰钱俶）、李胜素（前左，饰孙太真）领衔的 2023 年度新编历史剧《纳土归
宋》，作为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展演剧目在杭州大剧院上演，邀杭州市民共赏国粹芳华。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共赏国粹芳华

秋夜的乌镇，有着江南水乡特有的
温柔与深情。

19 日晚，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之
一，茅盾文学奖，再次回到了让茅盾先生
魂牵梦萦的故乡；用文学的力量，书写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信。

夜幕降临，颁奖典礼现场宾朋满
座。来自全国文学界、出版界的人士不
远万里，会聚江南，只为见证新时代文
学的累累硕果和风华正茂。

随着书脊样式的大屏上出现“2023
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昂扬
的音乐响起，身着金色华服的演员悠扬
起舞。在《我和我的祖国》的动人歌声
中，茅盾文学奖之夜开启。

这是一场中国文化的荣耀盛典。
屈赋离骚、太史公曰、李杜文章⋯⋯穿
越古今，中国文学漫长而辉煌的历史在
屏幕上一一闪现，折射五千年盛衰兴
亡；《子夜》《激流三部曲》《骆驼祥子》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逐一映入眼帘，
现当代文学耀眼夺目，文学的传承生生
不息。

从茅盾先生立下遗愿、中国作家协
会设立该奖项以来，优秀长篇小说如群
星闪耀。今年，评委从 2019 年至 2022
年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中选出五部作
品，分别是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
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孙甘露的

《千里江山图》、东西的《回响》，授予茅
盾文学奖。

五位作家，有 50 后、60 后，也有 70
后，他们在普通人身上看到值得被文学
记录的时代光辉；五部作品，无一不体
现出反映时代、理解时代的强烈诉求，

表现出个体理解世界、以文学表达时代
的探索勇气；他们的新人形象、先锋笔
调、异质性叙述方式等，无一不体现着
茅盾文学奖之“新”。

进入最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杨志
军首先出现在大屏幕上，带观众走进世
界屋脊的广袤草原与无垠雪山，《雪山
大地》的授奖词随之出现。这部小说讲
述了青藏高原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的沧桑变化，以及以“父亲母
亲”为代表的三代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
耕耘建设、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

随后，极具藏区特色的音乐响起，
屏幕从正中打开，杨志军出现在舞台中
央，他接过奖杯和证书，眼神无比坚定。

“《雪山大地》这部作品是从苍茫记
忆中抽取而出的。我想用父辈们的荣
光唤醒我们的理想。我知道文学的义
务是建树关于人的理想，建树关于生死
荣辱、爱恨美丑的人性坐标。为此，我
喜欢精确到位的现实主义，喜欢情绪饱
满的理想主义，也喜欢直面人类精神危
机的现代主义。写作者的另一个名字，
就是永远的攀登者。”杨志军说。

迎接他的，是 40 年铁杆书迷张薇
送上的鲜花和大屏幕上无数为他骄傲
和点赞的读者朋友。

掌声持续良久，接着出现在屏幕上
的是乔叶，她走进村庄，融入村民，看他
们的一日三餐、情感触动，捕捉乡村振
兴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最终完成了一部
触动人心的小说。《宝水》描绘的太行山
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
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重新焕发
出生机和活力。

“迄今为止，我的写作之路已经走
了30年。作为一个乡村之子，30年里，
对于故乡，我有一个远离又回归的漫长
过程。我终于认识到，无论身在何方，
故乡的土地和土气，是我命中注定的精
神基因和心灵滋养。”乔叶诉说着。而
在她的背后，是手绘的美丽村庄，上面
有青山绿水，更有美好的生活。七八年
的创作期里，她经常去“跑村”和“泡
村”，真正深入到乡村生活内部，把乡村
迷人的光芒与气息密植在作品中。

从乡村离开，来到北疆草原。刘亮
程书写的小说《本巴》，构筑了一个辽阔
无边的时间，并在时间的旷野上安置故
事。这里，史诗《江格尔》被重写了。
接过茅盾文学奖的荣誉，刘亮程说：“我
后父是乡间说书人，我自小听故事长
大，也有幸倾听到江格尔齐（演唱《江格
尔》的民间艺人）说唱史诗。致敬我生
活的这块土地，致敬各民族优秀的文化
精神，我的写作深受其滋养。”

在舞台上出现的红色书名号，与下
一部作品不谋而合。1933 年，腊月十
五，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冲，一半与会
者被抓。一个名叫陈千里的男子临危
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
众目睽睽之下，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
战就此展开⋯⋯孙甘露的《千里江山
图》，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
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正如授奖词
所述，这部小说是理想和英雄的风雅
颂。故事中，革命者以信仰、纯真和勇
气高举起冲破黑暗的火炬。其中，对城
市空间的凝视和摹写，也寄寓着对江山
人民的挚爱和忠诚。

小说中故事发生的1933年，正是茅
盾先生在上海出版《子夜》的那一年。

“《千里江山图》是关于理想和牺牲的，也
是关于秘密和情感、遗忘和记忆。它源
自那个令人难忘的时代，也源自我的出
生地上海。”孙甘露说，他每一次关于文
学的再实践、再创造，新的时代思想、社
会理念、人文精神都会融合进来，创作世
界因此呈现出新的视角与侧面。

接着，作家东西的声音响起。他攀
登在写作的道路上，以悬疑推理小说

《回响》，回报给读者和自己的编辑。
“十年前，我就想写一部关于情感

推理的长篇小说。但以我当时的认知
水平，还不足以动笔。写作不仅仅是技
术，还包括历练、命运，以及由命运刺激
而产生的想法。所以，我要感谢那些撞
击我心灵的世界。当我打开自己与人
物感同身受的时候，我就从心灵里找到
了现实。”东西说。

为约稿《回响》等待了 20 年的人民
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上台祝贺“老搭
档”。这一幕也让观众看到，优秀的小说
作品，是作者和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

茅盾文学奖之夜接近尾声，每一位
作者都和自己的编辑一同出现在台上，
接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颁奖舞台的一角设计成翻开的书
本，一张张纸页在周围翩翩飞舞，飞向
浙江这片文学热土，飞向每一位热爱文
学的读者心中。

今夜，文学汇集江河湖海，连接心
灵思想，也照亮烟火日常。

今夜，文学无眠。
（本报乌镇 11 月 19 日电）

这一夜，“茅盾”重回乌镇
——“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侧记

本报记者 李娇俨 宋彬彬


